
外資股利扣繳率調高至21%　2018年元旦起實施
財政部為了適度縮小內、外資股東股利所得稅負差距，發布修正「各類所得扣繳率

標準」部分條文，將外資股東獲配股利或盈餘的扣繳率從原本的20%調高至為21%

，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。由於此類調整屬於法規命令，不同於其他稅改內容，不

需要經過立法院修法通過，只要經財政部訂定，並報請行政院核定通過，經立法院

審查，即可上路。針對外資股利扣繳率調整，財政部表示，依現行規定，外資股東

取得公司分配的股利、合作社或其他法人分配的盈餘，按20%扣繳率就源扣繳完

稅，法人及股東兩階段總稅負為33.6%，較內資股東負擔的最高兩階段總稅負（現

行為49.68%）為低，可能衍生「假外資，真內資」等規避稅負問題。財政部指出，此

次修正後，可使內、外資股東租稅負擔趨於衡平，與其他國家如韓國（22%）、德國 

（26.375%）、美國（30%）相較，仍具國際競爭力。至於外資如為我國租稅協定夥伴

國的居住者，仍得適用該協定所定股利上限稅率，權益不受影響。

金門小三通逾175萬人次　創新高
金門縣政府1月2日公布數據，2017年小三通入出境人數逾175萬人次，較2016年增

加1萬多人次，其中大陸旅客增加1.08%；而且陸客10月單月入出境和年度入出境人

數都創新高。觀光處長陳美齡表示，從2017年統計可以看出旅遊型態明顯改變，「

自由行」已成為旅遊一大主流，比率逐年提升；陸客到台灣旅遊明顯下滑，而金門仍

扮演積極角色，包含供水、環保、觀光、文化、體育與宗教，都有進一步交流與對接，

因此來往人數不減反增，而且後勢可期。依觀光處統計，2017年小三通入出境人數

175萬4,351人次，較2016年增加1萬2,327人次，成長0.71%。其中，台灣旅客101萬

3,277人次，增加2,223人次，成長0.22%；陸客70萬2,123人次，增加7,571人次，成長率

1.08%。落地簽部分，8萬6,376人次，增加2萬6,585人次，成長45.46%；外籍旅客3萬

8,951人次，增加2,533人次，成長6.96%。

我外匯存底2017年增173億美元　近5年最大增幅
中央銀行公布2017年12月外匯存底4,515億美元，月增10.31億美元，連9增並續創歷

史新高；累計2017年外匯存底增加173億美元，創近5年最大增幅，央行外匯局長顏

輝煌表示，2017年12月外匯存底增加，主因外匯存底投資運用收益增加，且歐元對

美元升值，以歐元持有的外匯折成美元後，金額增加所致。央行官員補充，2017年

歐元對美元升值13.7%，且美元指數下跌9.87%。此外，截至2017年底，外資持有國

內股票及債券，按當日市值計算，連同其新台幣存款餘額共折計3,916億美元，月減

2億元，約當外匯存底的87%，比重並未改變。

大陸2017年12月外匯存底　連11個月正成長
中國人民銀行1月7日公布2017年12月外匯存底增加207億美元，餘額達3.14兆美元，

連續第11個月上升；也是3年來，外匯存底首次恢復全年正成長，總計全年增加1,294

億美元，增幅4.3%。大陸在2015年8月啟動匯改，引發人民幣貶值潮，人行為穩定人

民幣匯率拋售美元，不惜讓外匯存底連續「失血」。2017年1月大陸外匯存底減少123

億美元，跌破3兆美元信心關口後，人行開始聯手國家外匯管理局「強監管」，收緊

跨境資金流動和外匯交易；2月以後外匯存底就開始由負轉正成長，而人民幣兌美

元2017年升值6.8%，從年初的6.94升至6.5，人民幣貶值陰霾消散，企業結匯意願增

強，中國人民銀行未再消耗外匯存底支撐本幣匯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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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出口連15紅　2017年重返3,000億美元大關
財政部1月8日公布2017年12月出口295.1億美元，年增14.8%，續呈雙位數成長，且是

連15個月正成長；進口233.8億美元，年增12.2%。出入相抵，2017年12月出超61.3億

美元，年增12.8億美元。總計2017年出口3,173.9億美元，年增13.2%，重回3,000億

美元水準；進口2,595.1億美元，年增12.6%，與出口同創近7年最大增速。展望2018

年出口，財政部表示，主要預測機構預測2018年第1季經濟動能與2017年第4季差不

多，而在電子產品、物聯網與高速運算等高科技持續發展下，應可維持穩健復甦態

勢。 

陸韓冷軋鋼反傾銷稅將屆滿　可申請續課
為協助國內產業因應中國大陸及南韓廠商傾銷不銹鋼冷軋鋼品，財政部於2014年

3月5日公告，對自中國大陸及南韓產製進口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，稅率為

20.18%至38.11%，並溯自2013年8月15日實施，為期5年。財政部關務署表示，自對中

國大陸以及南韓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後，累計徵收反傾銷稅額超過新台

幣2,200萬元，同時，不銹鋼冷軋鋼品進口量也明顯下滑，2017年進口量為1.4萬餘公

噸，與2012年相比，進口量下滑比率達84%，確實落實貿易救濟措施，維護國內產業

合理經營環境。同時，財政部表示，由於對陸、韓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期間

將於2018年8月14日屆滿5年，國內產業代表如認有繼續課徵的必要，即日起至2月9

日可向財政部提出申請。

大陸自貿區鬆綁16領域　放寬外資准入
中國大陸國務院1月9日印發《關於在自由貿易試驗區暫時調整有關行政法規、國務

院檔案和經國務院批准的部門規章規定的決定》，自貿區將在外資銀行、航空運

輸、軌道交通、飛機設計製造、娛樂演出等16個領域，大幅降低投資准入門檻，這波

16項領域開放，其中服務業占大多數。金融方面取消之前規定外資銀行申請經營人

民幣業務之前，必須在大陸境內開業1年以上限制；在交通運輸等領域上，開放取消

外商投資城市軌道交通項目設備，國際化比例須達70%以上限制，並允許設立外商

獨資國際船舶運輸、國際船舶管理、國際海運貨物裝卸、國際海運集裝箱站和堆場

企業等；涉及飛機製造方面，允許外商獨資從事6噸級9座以下通用飛機設計、製造

與維修業務，並取消3噸級及以上民用直升機設計與製造的中方控股要求，同時允

許外商獨資從事加油站建設、經營，並取消外商從事稻穀、小麥、玉米收購、批發限

制；文化娛樂業也在開放行列內，允許外商獨資經營的娛樂場所在自貿區內提供服

務，也開放外國、台灣地區投資設立獨資的演出經紀機構，替設有自貿區的省、直轄

市提供服務。

大陸2017年PPI年增6.3%　終止連五跌
大陸國家統計局1月10日公布，大陸2017年12月生產者物價指數（PPI）年增4.9%，

累計2017全年PPI年增6.3%，扭轉自2012年以來連續5年下跌的趨勢，主要原因是

石油、天然氣、黑色金屬大漲，帶動PPI由負轉正。回顧2017年全年，大陸PPI由2016

年的年減1.4%，轉為年增6.3%，結束自2012年以來連續5年的PPI下降態勢。其中，

生產原料價格上漲8.3%，影響PPI上漲約6.13個百分點。漲幅較大的行業有石油和

天然氣開採業、煤炭開採和洗選業、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，分別上漲29.0%

、28.2%和27.9%。在消費者物價指數（CPI）方面，2017年12月大陸CPI上漲1.8%，較

11月增加0.3個百分點，此外，2017年全年CPI上漲1.6%，漲幅比2016年減少了0.4個百

分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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